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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易小邑 邓皓云） 9月9日上午，湘中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谢景峰
带队到双清区桥头街道、中河街社区、
永庆街临时农贸市场督导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

谢景峰首先来到中河街社区日恒
路，重点查看了卫生环境、消防设施和公
益广告宣传栏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
报，对现场存在的问题进行交办。

“垃圾清扫一天几次？”“‘门前三
包’有没有落实到位？”永庆街临时农贸
市场，谢景峰边走边看，详细了解相关
情况。

谢景峰对桥头街道创文前期工作取

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了存在的短
板弱项。针对下一步工作，谢景峰说，要
加大创文宣传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创
文宣传活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创文的
热情。要加快问题整改，对于存在的问
题，认真对照测评体系要求，明确任务清
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一对照整改，
确保不留短板、不漏死角。湘中幼专作为
中河街社区创文共建单位，要加大帮扶
力度，学校驻点志愿者要狠抓工作落实，
坚持立足长远，建立长效机制，共同努
力，确保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坚持立足长远 长效推进创文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红云） 9月
10日上午，以“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为主
题的2021 年“健康中国（湖南）行”邵阳
站启动仪式暨集中宣传活动在市区城南
公园举行。副市长李华和出席。

本次活动旨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活动由市
卫健委主办，市文明办、市中心医院、邵
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邵阳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市三区卫健局、市红十字会、市
中医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单位协办。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公园广场摆放

了大量健康教育科普宣传展板，吸引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精彩纷呈的健康促进类表
演节目，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市民健
康的生活方式，让观看的市民连连称赞；义
诊设有内科、骨科、中医科、心理科、眼科
等，市民有序排着队伍问诊，来自各大医院
的医疗专家认真给前来问诊的市民答疑解
惑、讲解用药常识，护士热情地为市民测量
血压和血糖、发放药品、宣传资料等。

当天，义诊接诊量达到500余人，发
放健康宣传资料2万余份，发放中药香
包500余个。

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2021年“健康中国（湖南）行”邵阳站启动仪式

暨集中宣传活动举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林朝阳 刘辉 实习生 俞澳文） 为充分
发挥消费引领作用，打造邵阳特色美食
品牌，激发消费潜力，9月8日上午，我市
在市区步步高新天地启动“邵阳味道”美
食季活动。副市长晏丽君参加。

活动现场设名店（名菜）、特色美食、
名优食材三大展区，数十家邵阳特色美
食参展商早早来到展区，通过提供试吃、
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市民介绍精心挑选
的特色美食及名优食材。柴火腊肉、猪血
丸子、邵阳米粉、高山萝卜等邵阳特色美
食受到市民的青睐。

此次美食季活动时间为9月至12月，
分三个阶段开展。分别为，在县市区开展

“味道湖南”邵阳味道美食周活动，形成餐
饮消费热潮，评选出老百姓最喜欢的名
菜、名厨、名店和名优食材；推选一批名
菜、名厨、名店，组团到长沙参加美食集中
展销活动；开展“邵阳味道”进星级宾馆、特
色街区、特色小镇、旅游线路、大型活动“五
进”宣传推广以及食材供需对接、食材基地
推广培育活动。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开展美
食品牌评选和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形成

“百厨进城、千菜竞秀、万民消费”的生动
场景，促进内外贸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

我市启动“邵阳味道”美食季活动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莫卫华 马谢亲）9月9日，市政协副主席
蒋科荣率市工商联班子成员一行来到隆
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富寨光彩小学，看望
慰问该校全体教职工，为教师们送去电
饭煲、月饼、被褥等生活用品。

这是市工商联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又一举措。慰
问活动结束后，蒋科荣与该校教职工深入
交谈，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存在的困难，仔细
询问教师生活状况。他充分肯定教师们不
怕吃苦、甘于寂寞，默默无闻为支持偏远乡
村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鼓励他们不

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富寨光彩小学自 2016 年建校招生

以来，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师生先后
获得“县级优秀校长”“县师德标兵”“县
教案评比一等奖”“县教学常规工作先进
个人”“第四十一届湖南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等荣誉。此次慰问活动加强
了市工商联与学校的沟通与联系，彰显
了社会责任，构建了关心教育、关爱教师
的良好氛围。

市工商联慰问富寨光彩小学教职工

9月10日，教师节。
尽管窗外阳光灿烂，但正在办

公室整理自编复习资料的陈炳华
脸上却满是哀伤。偶然间的一瞥，
陈炳华看到了办公桌上躺着的一
小盒冬枣。这是当天早上学生送给
他的教师节礼物。清脆、甘甜的味
道，让他的忧伤瞬间被一股厚重地
职业满足感所掩盖，脸上似乎露出
了一丝笑容。“姐姐的在天之灵一
定能够理解我！”随后，陈炳华又马
上投入工作之中。

“我不在身边，学生会着急的！”

熟悉陈炳华的人都知道，虽然
他的姐姐远嫁益阳，但由于姐夫长
期在外工作，姐姐基本都是生活在
邵阳，两个外甥女之前也都在邵阳
读书，陈炳华姐弟俩互相帮衬，感
情很深。姐姐生病期间，陈炳华更
是跑前跑后、陪同寻医问诊。

9 月 6 日，陈炳华的姐姐不幸
去世。9 月 9 日，姐姐出殡。原本可
以请个长假来帮忙料理后事的他，
却放不下心心念念的学生，只在姐
姐去世和出殡时才匆匆赶去送姐
姐一程。

从邵阳到益阳，陈炳华这两次
往返都是下午出发、次日早早赶
回。即便如此，他也是提前和其他
教师调好了课，上完之后才出发，
没落下学生的一节课。“学生们在
学校寄宿，我不在身边，学生会着
急的！”陈炳华说。

“对待学生，陈老师没得说！”

到今年，陈炳华从事教育工作
已是第 11 个年头，到市一中工作

也有 5 年时间。他对学生的爱，对
工作的拼，一中的师生、家长都看
在眼里、赞在心上。“对待学生，陈
老师没得说！绝对是这份的！”说起
陈炳华，市一中副校长杨易军高高
竖起大拇指。

2019 年秋季，市一中搬迁到
新校区，但高三年级仍然在老校
区办学。此时，担任高二年级 528
班以及三个高三班级的教学，且
担任高三 519 班班主任的陈炳华
每天都要“两边跑”：先在老校区
上完三个高三班级的课，又马上
利用中间短短一节课的空闲时间
驾车赶往新校区给高二学生上
课，上完课又要返回老校区，因为
他是班主任，班里很多事情离不
开他。“虽然每天两个校区跑比较
辛苦，但后来两个年级的学生们
在高考中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
绩，想想还是很欣慰的。”陈炳华
说，在2020年的高考中，他任班主
任的519班实现了“全班本科上线
100%”的目标；在今年的高考中，
528班33人参考，全班平均分达到
了 630 分，有 24 人升入“双一流”
高校，其中在题目难度较高的情
况下，物理学科的最高分仍达到
了93分。

“看到他们平安，我就放心了！”

36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自
己又要忙工作的时期。陈炳华也是
一样。

今年秋季，陈炳华在市区某
小学任教的爱人去新宁支教，他
自己又担任市一中高二2004班班
主任。家中两个孩子无人照料。无

奈之下，爱人将大儿子带到了新
宁的支教学校就读，陈炳华则将
72 岁、视力又不太好的母亲接到
邵阳，帮忙照顾上幼儿园的小儿
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
作中。

每天早上6时，陈炳华准时出
发，赶到学校带学生早操，晚上要
等学生就寝后才离校。到家时已
是深夜，母亲和小儿子早已休息。
但他仍然会习惯性地走到母亲的
房间看一眼。“母亲年纪大了，视
力不好，接送小孩上幼儿园让人
担心，所以每天我都要看一眼，看
到他们平安，我就放心了！”陈炳
华说。

对家人的亏欠，化作了陈炳华
呵护学生成长的不竭动力。

2004 班里不少学生的物理成
绩一般，陈炳华一直在琢磨如何提
升学生的物理成绩。

今年暑假，陈炳华一边照顾病
重的姐姐，一边用随身携带的笔记
本电脑，把高二物理学科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按章节编写成练习
册，每个知识点都有多角度的例题
解析，还配上了相应的巩固训练。
到秋季开学前，陈炳华已经编好了
两本 A4 纸大小的复习资料，每本
都有近百页。

“我是一个做事有始有终的
人，甚至有点强迫症。既然选择了
学生这一头，那么就得把学生教
好，要对得起孩子和家长！”陈炳华
平静地说。

“要对得起孩子和家长”
——记邵阳市一中教师陈炳华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张剑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罗利明） 9月8日，市大
圳灌区管理局就下阶段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推进，着力高质量完成今
年的工作目标任务。

今年来，该局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引领，以全面开启大圳灌区现代
化建设为契机，扎实推进灌区各项
工作，成绩可圈可点。比如，该局扎
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7个实施项目，将改造
低产田1000亩，改善2.6万多亩农
田灌溉，现有 5 个项目已经完成。

同时，通过多方努力，大圳灌区“十
四五”提质改造与现代化建设有望
年内开工，该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3.17亿元，工程施工总工期为45个
月。该工程的实施，对改变灌区面
貌、服务灌区群众具有重要作用。

该局充分发挥大圳灌区工程
“大水缸”的作用，有效解决灌区群
众抗旱“燃眉之急”，确保灌区粮食
生产增产增收。该局6支防汛抗旱小
分队抗旱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等
媒体报道。目前，灌区范围内灌溉供
水秩序良好，灌区实灌面积达到

45.62万亩，既有效缓解灌区群众抗
旱“燃眉之急”，又完成水力发电上
网4900多万千瓦时。同时，该局强力
推进东风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投资近4000万
元，完成形象进度 73%，合格率
100%，没有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此外，市级文明单位创建、平安
建设等工作均取得长足进展。

市大圳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黄拥军表示，该局将抢抓今年
最后三个多月的时间，加快推进现
代化灌区建设开工，加速东风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竣工，推动大圳
灌区管护条例立法等工作，力争高
质量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大圳灌区管理局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引领

着力高质量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9月9日，新邵

县寸石镇南岳村村

民驾驶收割机收割

水稻。今年该村种

植 120 亩中稻，亩

产可达650公斤。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刘丈国 赵少波

摄影报道

9 月 1 日，城步苗

族自治县汀坪乡汀坪

村，古苗寨高山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30 亩水果“八月炸”逐

渐成熟，社员们正加紧

采摘、包装、按订单发

货。近年，该合作社以

土地入股的形式，吸收

当地 22 名困难群众入

社，不仅每年为每位社

员分红4000余元，还带

动近 30 名村民在家门

口务工增收。

通讯员 严钦龙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上接1版)
会议强调，要全面强化党的领

导，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法治建
设的统一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牢
固树立抓法治就是抓发展、抓稳

定、抓民生的理念,切实履行推进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领
导干部要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市委全面依法
治市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

作用,当好“指挥部”。要持续深化
和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成
果，加快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
治队伍，努力为法治邵阳建设提供
人才支撑。


